
厌 学

案例：
张某是一名高一女生，她每天重复学

校和家两点一线的生活，感觉特别单调、
枯燥。别人都有特长，而她没有才艺，也
没有朋友，课余生活十分乏味。而且初中
成绩优异的她进入高中后成绩并不突出，
她再也不是同学们关注的焦点。为了不
让父母失望，她只能努力学习，但因缺乏
目标和动力，她每天麻木地上学和应付作
业，觉得特别累，出现厌学情绪。最近，张
某经常以肚子疼为借口请假回家，不愿意
上学，甚至催促父母给她办理休学手续。

专家疏导（谢莉）：
厌学，顾名思义，厌倦学习。意味着学

生特别是中学生主观上对学习失去兴趣，产
生厌倦和冷漠情绪，并且表现出厌倦学习的
行为。厌学的中学生因来自父母、老师等各
方压力，起初被迫留在教室学习，但由于外
界原因和自卑心理，会出现明显的焦虑或抑
郁情绪，严重影响学业成绩和人际关系，进
而对学习缺乏信心，导致严重的心理阴影，
重则辍学。那么，如何才能重新找回学习的
动力呢？

首先，家长要做出改变。家长不要对
孩子期望过高，一味地关注孩子的学习成
绩，这样给孩子造成的都是压力，而不是

动力。中学生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家长需
要积极对待孩子学习和生活中的问题，不
要拿孩子与别人比较，这样做会让孩子感
觉自卑、没面子，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

其次，正确对待自我和他人的评价。
中学生应合理认识自己的优缺点，了解自
己的优势和劣势，不过分自负和自卑。另
外，要正确对待他人的评价。大思想家罗
素曾说过：“对舆论的畏惧如同其他畏惧
一样，是折磨人和阻碍发展的。”切勿让别
人的评价扰乱了你的思绪，那会使你无法
实现你的理想。

再者，进行个人职业生涯规划。中学
生应根据自己的性格、特长和爱好树立适
合自己的职业理想，把学习变成实现职业
理想的动力，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不
断为自己打气，让学习变得有意义。

最后，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减压。尝
试建立良的好人际关系，用你希望别人如
何对待你的方式去对待别人，必要时可以
寻求心理咨询师的帮助。

早 恋

案例：
期中考试结束后，陈某考得不错，

他觉得高中学业不过如此。然而最近
一次周考中，陈某的物理成绩只有 49
分，这对他无疑是一个重击。于是，陈

某开始反思自己最近的学习状态：晚上
经常作业做了一会儿就开始胡思乱想，
上课也难以集中精力，经常偷偷地关注
班上新来的一个女孩……原来，是早恋
影响了他的心绪。陈某告诉记者，他十
分喜欢那个女孩，她的一举一动都会牵
动他的神经，弄得他整天魂不守舍。他
知道这样不好，会影响学习，可就是控
制不住地去想她。

专家疏导（谢莉）：
青春萌动的花季少年，生理日益成熟

并由此产生各种心理变化，对异性的注意
无端增添……陈某对班上的那个女孩，到
底是好感还是爱情呢？

好感不等同于爱情。两者之间有着
本质的区别：首先，好感往往只需要对方
的某一点能使自己倾心或愉悦便可以产
生，而爱情是以结婚为目标，建立在双方
志趣相投、三观统一的基础上。处于青
春期的少男少女，对异性的倾慕、好感，
一般还缺乏明确的婚姻指向，大都算不
上真正的恋情，仅仅是好感而已。其次，
异性之间的好感是广泛的、无排他性的，
而爱情则是专一的、排他性的，具有性爱
的因素。再者，好感常常是一时出现的
情绪感受，是单纯的、冲动的、易发生变
化的，而爱情是真正的关心，忘我地为对
方付出，并有坚实的物质基础，为双方的
未来做保障。

中学时期正值人生的春天。春天是
耕耘和播种的季节，只有辛勤的劳作才
会收获丰硕的果实。中学生要清醒地意
识到，你们正处在求学时期，最主要的任
务是努力学习文化知识，提高在社会中
的生存本领，为收获成熟的爱情奠定物
质基础，否则，美好的爱情只能与你擦肩
而过。

游 戏 成 瘾

案例：
初中生方某原本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

和家长心中的乖孩子，自从和刘某关系密
切之后，也沾染了刘某的坏毛病——游戏
成瘾。刘某不知从哪儿弄来一部手机，天
天喊方某一起玩。方某的妈妈向记者大吐
口水：“我儿子原来成绩挺好的，老师说他
很可能会考上重点高中。可最近他每天放
学不及时回家，和刘某躲在外面玩网络游

戏。回到家，他一有机会就偷拿我的手机，
躲在房间玩，直到被我发现。现在，我儿子
的成绩一落千丈，真是愁死我了！”

专家疏导（邹睿）：
中学生为什么爱玩网络游戏？
其一，上行下效，受父母影响是重要

原因。其二，学习压力大，玩网络游戏的
确可以暂时缓解紧张情绪，带来愉悦。
其三，玩网络游戏能和其他小伙伴在线
上互动。网易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
行官丁磊认为，中学生玩网络游戏是孤
独的表现，是缺少其他社交活动的一种
选择。其四，玩网络游戏能获得现实生
活中得不到的成就感。不管是通关还是
各种奖励，网络游戏的各种设计会让游
戏者获得大大小小的成就感，这些成就
感有的是现实生活无法给予的。

其实，错的不是网络游戏，而是网
瘾。为什么一定要禁止中学生玩呢？原
因就是玩网络游戏极易让人上瘾。中学
生的思想波动大、自控能力差、辨别是非
弱，一旦玩网络游戏上瘾，便很难戒除。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游戏成瘾”归类为
精神疾病。

怎样帮助中学生戒除“游戏成瘾”？
家长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一、家长要循序渐进地一点点缩短孩
子玩网络游戏的时间，不能一开始就禁
止，这样孩子自然接受不了，强行禁止反
而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

二、以身作则，不要在孩子面前玩网
络游戏。

三、合理管理孩子的课余时间，转移
孩子的兴趣，帮助孩子建立其他健康的兴
趣爱好，比如踢足球、打篮球、跑步、阅读、
下棋等。有意思的事情多了，孩子自然不
会只想着玩网络游戏。

四、家长要给孩子营造温馨、有爱的
家庭氛围，让孩子感受到家庭的温暖，这
样孩子就不会在网络游戏中寻找精神寄
托了。 记者记者 沐涛沐涛 文文 梅韬梅韬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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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学、早恋、游戏成瘾……家庭环

境的不和谐、升学的压力、社会不良现

象的影响等各种原因致使中学生的心

理问题日益严重，引起学校、家长乃至

全社会的重视，中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已成为现代教育的一个重要课题。日

前，记者走近中学生，倾听他们的心里

话，同时邀请芜湖市第一中学和安徽师

范大学附属中学的两位心理咨询师就

中学生较为常见的三个心理问题进行

了分析、疏导。青春美好，需要来自学

校、家庭、社会的每一份呵护。

青春美好青春美好青春美好

需要每一份呵护需要每一份呵护需要每一份呵护

谢莉：安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德
育副主任、心理健康发展中心负责
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邹睿：芜湖市第一中学心理教
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谢莉老师和学生们互动

邹睿老师给学生们上心理健康课邹睿老师给学生们上心理健康课




